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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介绍了我国异戊橡胶的发展前景。异戊橡胶是国内天然橡胶制品的最佳替

代品 ,天然橡胶价格高位运行 ,国内异戊橡胶市场需求空间巨大等因素都为异戊橡胶的

发展带来机遇 ,异戊橡胶合成技术已基本达到工业化水平 ,乙烯工业规模发展为异戊橡

胶提供了原料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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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约为 230万 t,

比 2001年增长 64%;合成橡胶消费量约为 270

万 t,比 2001年增长 50%。 2006年 ,橡胶总消费

量比上年增长 10%。据分析预测 ,今后我国橡胶

市场需求仍将持续旺盛。为了弥补国内天然橡胶

资源的不足 ,除了进口天然橡胶外 ,寻求替代品 ,

积极开发异戊橡胶 ,也是解决天然橡胶资源短缺

的有效途径 。

异戊橡胶(IR)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 ,可以单

独使用 ,也可与天然橡胶(NR)或其他合成橡胶并

用 。在载重轮胎制造中可以完全替代天然橡胶 ,

在帘布胶 、胶管胶带 、医用材料及制鞋工业中也获

得广泛应用 。用 IR制造的轮胎生热低 、耐磨性和

耐寒性均优于天然橡胶 ,国外 70% ～ 80%的 IR

用于轮胎制造 ,另有 10% ～ 15%的 IR用于其他

橡胶制品工业。

1 世界异戊橡胶生产现状

世界异戊橡胶工业化生产始于 20世纪 60年

代 。 70年代初 ,一些以合成法制备异戊二烯为原

料的异戊橡胶装置因高成本 、高能耗被迫关闭或

拆除 ,但日本和美国等以乙烯装置副产异戊二烯

为原料的装置一直处于生产状态。前苏联和东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优先发展异戊橡胶 ,年产能一

度达到 100万 t以上 ,约占世界总能力的 80%, 80

年代末期的年消费量曾高达 80多万 t。截至

2006年 ,世界异戊橡胶装置年生产能力在 111万t

以上 ,其中年产能力美国 17万 t,日本 10.9万 t,

俄罗斯 71.5万 t,罗马尼亚 9.1万 t,荷兰年产能

力 2.7万 t。

2006年 ,世界异戊橡胶产量约 62万 t,其中

俄罗斯产量约占 68%。俄罗斯对世界异戊橡胶

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俄罗斯异戊橡胶产

量呈现较快增长 ,从 2000年的 31.8万 t上升到

2003年的 39.3万 t和 2006年的 42万 t;出口量

也从 2000年的 8.5万 t上升至 2003年的 14.3

万 t和 2006年约 16万 t。据统计 , 2006年我国从

俄罗斯进口异戊橡胶约 4.5万 t。

2 我国异戊橡胶发展前景

2.1 异戊橡胶是国内天然橡胶的最佳替代品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橡胶消费国 ,

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的消费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

因而也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进口

国 。据了解 , 2005年和 2006年我国天然橡胶进

口量分别为 141万 t和 161万 t,进口依存度都超

过了 70%。

表 1 我国天然橡胶资源构成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产量 /万 t 56 60 49

进口量 /万 t 120 128 141

总资源量 /万 t 176 188 190

进口依存度 /% 68 68 74

　　据国际橡胶研究组织预测 , 中国橡胶消费

量占全球橡胶产量的比例将从 2005年的 21%

增长到 2020年的 33%。预计未来天然橡胶缺

口将超过 200万 t。国内天然橡胶产量的增长

速度远远赶不上表观消费量的增长速度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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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要降低我国橡胶工业对国际天然橡胶市场

的过分依赖 , 增加合成橡胶的供应量 , 提高合

成橡胶使用比例应成为我国橡胶工业发展的

重要战略 。

异戊橡胶俗称合成天然橡胶 ,在应用天然

橡胶的橡胶制品中 ,都可部分甚至全部替代天

然橡胶 。异戊橡胶不仅结构与天然橡胶相同 ,

而且无需塑炼 ,生产能耗低 ,在抗硫化还原 、生

热性能等方面比天然橡胶更具优势 ,因此异戊

橡胶不仅可以补充天然橡胶资源不足 ,还可改

善制品性能 ,应用前景十分看好 。虽然已经有

很多种合成橡胶在不同用途部分替代了天然

橡胶 ,但是由于异戊橡胶在结构和性能方面的

优势 ,异戊橡胶仍是目前国内天然橡胶制品的

最佳替代品 。

2.2 天然橡胶价格高位运行带来发展机遇

目前世界 93%以上的天然橡胶资源集中在

东南亚地区 。从 2000年开始 ,连续数年世界天然

橡胶产量增长低于市场消费量的增长 ,导致天然

橡胶库存下降 ,价格上扬 。 2005年天然橡胶的价

格上涨幅度达 54%, 2006年 10月橡胶价格已上

涨到每吨 2100美元。

据国际橡胶研究组织 (IRSG)预测 , 2006年

全球天然橡胶产量增长 0.9%,而消耗量增幅为

3.6%。世界天然橡胶产量将从 2004年的 862

万 t增长到 2009年的 968.7万 t, 年增长率为

2.4%,而消耗增长率为 3.7%。天然橡胶需求增

速将高于供应增速 ,今后 5 ～ 7年内 ,随着需求的

增长超过供应量 ,世界天然橡胶供应将继续呈现

紧缺状态。而世界主要产胶国泰国、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越南和印度控制着全球 90%的天然橡

胶资源 ,为保护自身利益 ,也将努力控制天然橡胶

的国际市场价格。因此 ,今后天然橡胶价格将难

以回复到几年前的水平 ,天然橡胶价格高位运行

已是必然趋势。这将极有力地推动异戊橡胶的发

展 。

2.3 国内异戊橡胶市场需求空间巨大

在合成橡胶主要品种中 ,目前中国已能生产

丁苯橡胶 、顺丁橡胶 、乙丙橡胶 、丁基橡胶 、氯丁橡

胶 、丁腈橡胶等品种 ,惟有异戊橡胶工业化生产仍

是空白 。但近年来异戊橡胶进口量呈快速上升态

势 ,从 1998年的 0.13万 t, 2002年 1.6万 t, 2003

年 4.05万 t, 2004年 4.5万 t上升至 2005年的约

4.7万 t,而且进口平均价格一般还高于天然橡胶

3% ～ 10%(见表 2)。

表 2 国内 NR和 IR进口量及平均价格对比

年度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进口量 /万 t

　异戊橡胶 4.05 4.51 4.72

　天然橡胶 120 128 141

进口平均价格 /(美元· t-1)

　异戊橡胶 1082 1239 1425

　天然橡胶 960 1197 1378

　异戊橡胶 /天然橡胶 1.13 1.04 1.07

　　如果国际可供资源量增加 ,我国异戊橡胶进

口量还将进一步上升。异戊橡胶已在力车胎 、制

鞋工业 、轮胎和制品工业中大量应用 。据了解 ,在

胶鞋工业中 ,异戊橡胶比天然橡胶透明度好 ,又具

有天然橡胶的加工性能 ,可以代替天然橡胶制作

所有胶鞋部件;异戊橡胶在力车胎内外胎中可分

别替代天然橡胶 60%和 40%左右 。在载重子午

线轮胎中 ,异戊橡胶不仅可替代天然橡胶 ,还可大

大改善胶料的挤出性能。若胎圈钢丝胶和胶芯胶

全部采用异戊橡胶 ,按照每条载重轮胎用异戊橡

胶 1.9kg计算 ,对异戊橡胶的需求将为 10.3万 t。

半钢子午线轮胎和轻卡子午线轮胎的胎体骨架材

料一般都采用聚酯帘线 ,与天然橡胶相比 ,异戊橡

胶在抑制聚酯帘线胺解方面更具优势 ,更适合在

胎体中应用 ,若聚酯帘线胶中用 70%异戊橡胶来

替代天然橡胶 ,轻卡子午线轮胎按每条轮胎用异

戊橡胶 0.9kg计算 ,需异戊橡胶 4.5万 t;轿车子

午线轮胎按每条轮胎使用异戊橡胶 0.8kg,需异

戊橡胶 12.3万 t。斜交轮胎生产中 ,胎面 、帘布等

部件中用 20%的异戊橡胶替代天然橡胶 ,都无需

改变生产工艺。由此 ,预计 2010年斜交轮胎将需

异戊橡胶 11.3万 t。此外 ,内胎 、垫带还需约 1.5

万t的异戊橡胶。加上胶管 、胶带 、胶鞋等行业的

需求 , 2010年国内对异戊橡胶的需求将超过 40

万t。目前俄罗斯在轮胎生产中 50%应用异戊橡

胶 ,如国内达到这个比例 ,异戊橡胶的需求量更

大 。若异戊橡胶能在性价比方面比天然橡胶更具

竞争力 ,则需求量还将大幅提升 。

2.4 异戊橡胶合成技术已基本达到工业化水平

我国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进行异

戊橡胶以及原料异戊二烯的技术开发工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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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异戊橡胶中间试验和原型工业化考核 ,并

达到相当的技术水平 , 但因异戊二烯的来源及

供应问题未有效解决而未能实施工业化生产 。

从乙烯副产的裂解 C5馏分中分离异戊二

烯是生产成本最低的工艺技术路线 。但是与

2006年约 1020万 t乙烯产能而伴生的约 23

万 t异戊二烯资源相比 ,目前国内异戊二烯资

源的利用率还不到 5%。北京化工研究院已完

成了 “聚合级异戊二烯和双环戊二烯产品新工

艺 ”的开发 ;中石油吉化研究院已经进行了异

戊二烯和异戊橡胶系列工业生产基础技术的

研究 ,完成了稀土异戊橡胶和反式异戊橡胶的

工业装置基础设计 ,高性能异戊橡胶的模试已

经完成 ,并进行了百吨级中试的初步设计 。现

在还在着手进行工程放大研究 ,以尽快实现工

业化装置设计;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已开发成功

采用钛系和稀土催化剂体系的异戊橡胶合成

技术 ,得到了顺式含量在 96%以上的异戊橡

胶 。目前 ,稀土异戊橡胶生产已经进行了中

试 ,各项质量指标已达到或接近日本 IR-10和

美国 Natsyn-2200的水平 。每立方米聚合釜的

年生产能力达到 210t,与国外水平相当 。

2.5 乙烯工业规模发展为异戊橡胶提供原料保

证

异戊橡胶的单体异戊二烯成本约占其生产

总成本的 60%以上 ,因此能否有廉价稳定的单

体来源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异戊二烯

的生产方法有合成法 、戊烷或戊烯脱氢法和裂

解 C5溶剂抽提法等数种工艺路线 ,其中抽提

法工艺的投资及生产成本最低 , 最具竞争力 。

我国快速发展的乙烯工业可提供大量含异戊

二烯的 C5馏分资源 。

近年来我国乙烯工业发展迅速 。 2005年 ,由

于上海赛科石化公司年产 90万 t装置 、扬子 -巴

斯夫石化公司年产 60万 t装置的相继投产和齐

鲁石化 、大庆石化的扩能 ,全国乙烯产量增加了

128万 t。齐鲁石化公司年产 72万 t乙烯装置

2005年产量首次突破 80万 t,达到 82.5万 t。截

至 2005年底 ,我国拥有乙烯装置 19套 ,年生产能

力合计为 727万 t。 2005年乙烯产量为 755.5

万 t。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

二大乙烯生产国 。 2006年 ,中海油 -壳牌石化公

司在广东大亚湾的年产 80万t乙烯装置于 2月投

产;吉林石化公司年产 38万 t乙烯装置于 4月实

现了 70万t改扩建;广东茂名石化公司乙烯年产

100万t改扩建工程新扩建的 64万t乙烯装置于 9

月投产成功 ,标志着我国首座百万吨级乙烯工程

建成投产;兰州石化公司年产 70万t乙烯改扩建

工程的核心年产 46万 t乙烯装置于 2006年 11月

下旬投产成功 ,至此 , 2006年乙烯年生产能力又

增加了 140万t,使我国乙烯总能力达到年产 1019

万t。 2006年乙烯产量为 941.2万t。

在扩能计划中 ,广州石化年产 80万 t乙烯改

扩建项目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 ,乙烯将由年产 20

万 t扩建至 80万 t。埃克森美孚公司与福建炼化

参建的年产 80万 t乙烯工程定于 2009年一季度

投产。中国石化在天津和镇海的年产 100万 t乙

烯项目均于 2006年开始建设 ,可望于 2008年底

投产。中国石油新疆独山子石化公司年产 100

万 t乙烯装置将于 2008年下半年投产。中国石油

抚顺石化公司扩建将使乙烯年生产能力达到 100

万t。此外 ,由中国石油与成都石化公司合作建设

的年产 80万 t乙烯项目也进入实施阶段。辽宁

华锦集团对乙烯装置进行加线技术改造 ,新建一

套年产 45万 t乙烯装置 ,将使其年产能力改扩到

63万 t。其他拟议中的项目 ,还有上海化工区拟

再建包括年产 1000万 t的炼油厂和年产 100万 t

乙烯装置。沙特阿拉伯萨比克公司也拟与中国大

连的实德集团组建石化合资企业 ,该项目在等待

我国政府批准 ,其中包括年产 100万 t乙烯装置。

以上已确定的扩能项目将使乙烯年生产能力增加

540万 t。表 3列出 2005年我国乙烯产量和 2006

年 、2010年乙烯产能统计和预测数据。

　　据保守估计(裂解 C5产量按乙烯产量 15%

计),国内可利用的裂解 C5资源将从 2005年 113

万 t增加到 2006年 141万 t, 2010年则可达到 237

万 t,裂解 C5资源非常丰富。如按 C5中异戊二烯

含量 15.5%计 ,则 2006年和 2010年异戊二烯资

源量分别为 21.9万 t和 36.7万 t。

异戊橡胶生产属于典型的溶液聚合工艺 ,单

体消耗定额为 1.03 ～ 1.04,上述资源可生产异戊

橡胶 21 ～ 35万 t,按目前我国天然橡胶平均亩产

75 ～ 110kg计算 ,上述异戊橡胶产量相当于增加

了 190 ～ 280万亩橡胶园的天然橡胶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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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年我国乙烯产量和产能统计和预测　　万 t

企业名称
2005年
产量

2006年
产能

2010年
产能

全国 755.54 1019 1609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公司(2套) 96.24 90 90

中石化齐鲁石油化工公司 82.51 72 80

中石化北京燕化石油化工公司 81.18 80 80

中石化扬子石油化工公司 77.58 65 70

中石化茂名分公司 34.81 100 100

中石化广州分公司 21.36 20 80

中石化天津分公司 20.70 20 120

北京东方石油化工公司 17.75 15 20

扬子石化 -巴斯夫公司 34.13 60 70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公司 64.20 90 90

辽宁华锦化工(集团)公司 15.74 36 63

中石油大庆石化分公司 55.56 80 80

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 51.13 75 75

中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 26.14 25 125

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 24.57 60 70

中石油抚顺石化分公司 16.77 19 100

中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 14.62 14 18

中原石油化工公司 19.16 18 18

中海油 -壳牌石化公司 - 80 80

埃克森美孚 -福建炼化公司 - - 80

镇海炼化公司 - - 100

3 结语

为了改变我国橡胶消费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

状况 ,除继续增加国内已有合成橡胶装置各品种

的能力和产量外 ,还应把乙烯副产异戊二烯资源

利用好 ,应将异戊橡胶的发展规划提到议事日程

上来。目前异戊橡胶已经处在有市场 、有资源 、有

技术的较低风险时期 ,建设工业生产装置较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有利 ,发展异戊橡胶的时机已

经成熟 。在工业生产装置的建设中 ,应鼓励有需

求的大用户共同参与投资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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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软控获四项国家标准制定

和一项行业标准修订第一起草权

日前 ,由全国橡胶塑料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组织召开的部署橡胶塑料机械国家和行业标准

计划工作会议上 ,青岛高校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在

《密炼机上辅机系统》等 4项推荐性国家标准的

制定和一项行业标准的修订工作中 ,均获得第一

起草权 。

参与标准的制定是企业的最高追求 ,它说明

了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拥有标准制定权和修订

权 ,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背后

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 。国家标准的

每一个数据 ,都要科学严谨地制定出来 ,产业升级

取决于标准升级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获得标准制

定权和修订权 ,更是对企业的长期技术创新能力、

质量系统化能力的高标准检验和提升。

在此次会议上 ,青岛软控获得了 《密炼机上

辅机系统》、《轮胎动平衡试验机》、《子午线轮胎

一次法成型机 》和 《炼胶工序中小料自动配料称

量系统 》4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制定工作和《轮胎折

叠 /伸缩机头 》一项行业标准修订工作的第一起

草权。这是青岛软控在国家标准制定方面取得的

重大突破 ,充分表明了青岛软控的技术研发实力

和自主创新能力 。

目前 ,青岛软控按照标委会的要求组织力量 ,

制定详细的标准起草方案和起草计划 ,严格按照

标准的起草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组织开展工作 ,

争取早日圆满完成任务 ,为行业的发展做出更多

的贡献 。 王霄茜　

佳通轮胎投资 20亿元再添新项目

新加坡佳通集团投资 20亿元的新项目———

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年产 1000万

条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 ,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隆重举行开工典礼。

在开工典礼仪式上 ,新加坡佳通集团负责人

介绍 ,投资的这一轮胎项目 ,预计 2010年全面达

产后 ,每年可为安徽佳通新增产值约 30亿元 ,实

现利税约 2.1亿元 ,解决就业约 3000人 。

佳通集团自 1993年来到合肥 ,经过 13年的

发展 ,已形成了年产值 60多亿元规模 ,建成了涉

及橡塑 、工业纤维的佳通工业园 ,拥有职工 7000

多人。目前每年可生产各类轮胎 1300多万条 ,轮

胎的产销量 、综合市场占有率等连续 6年全国第

一 。安徽佳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轮胎生产

基地。 王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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